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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愣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童年的时候，舅舅家

就在他家房后。

舅舅在外村镇上当兽医，每月都有收入，所以他

家在当时算富裕户。2013年，舅舅如愿开办了自己的

兽医站。他继续在原单位上班，兽医站则由大学毕业

返乡创业的儿子门栓打点。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大踏步

走进了新时代。

这天傍晚，二愣应邀来到舅舅家。炫目的彩色光

影下早已备好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还放着一大瓶泡着

各种“杂耍儿”的白酒。

舅舅指着桌子上的美味介绍说：“二子，这篮子挂

着白霜儿的蓝莓，个儿大又甜，是村东头老赵家近十

年才在暖棚里试种成功的新品种。这盘子烤羊排，是

村西头老李家现烤好了送过来的……今儿这满满一

桌子饭菜没出咱村就置办齐了，你看多省心！我重点

要说的是，这都是你这个村支书的功劳啊！”舅舅对着

二愣竖起大拇指。

二愣把舅舅的手撩下来，傻笑着说：“舅舅，您有

给我‘戴高帽’的嫌疑，是不是有事吩咐啊？”舅舅的心

事似乎一下子被二愣揭穿了似的，脸上不自在地掠过

一丝红霞。

舅舅几年前退休后，帮助门栓为附近村庄的家禽

家畜继续看病，兽医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舅舅的院子

已经不能满足络绎不绝的患病禽畜的看病要求，于是

准备找块大点的地方盖个大一些的兽医站。舅舅看

准了家前面的大坑，想把大坑填到与自家院落一样

高，在上面盖一座较大规模的兽医站。

舅舅清楚，虽然大坑不是耕地，但仍然属于村集

体所有，不能私自垫土据为己有。想和二愣商量填平

大坑盖房的事，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直说，只和二愣

推杯换盏。

喝得差不多时，妗儿为二愣剥开一只大闸蟹，将蟹

黄朝上，轻轻放进他的餐盘，兴奋地对二愣说：“二子，

你舅想盖个稍大点的兽医站，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

儿。他相中了咱家院儿前面的那个大坑，想花些钱雇

人把它填平，在上面盖个兽医站，也算是废物利用。”

二愣心想：大坑虽然不是耕地，但在村里可不是

吃闲饭的。村庄就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大坑是这个

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不答应舅舅和妗儿，二愣

回绝的说辞咋就这么难出口呢？

妗儿见二愣低头不语忙疑惑地问：“二子，你半天

不吱声，是有难处？我们可没给你出难题儿吧？主要那

个大坑闲着不也浪费了不是？再者说了，扩大兽医站规

模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周围的老百姓，这都不行吗？”

舅舅和妗儿一起眼巴巴地望着二愣。二愣不敢抬头，

也不敢与他俩渴望的目光对视，沉默半晌，终于鼓足勇气：

“舅舅，妗儿，这个大坑还真不能答应你们填平盖房。”

舅舅显然很失望，他将目光转向别处，不自觉地

端起酒杯抿了一小口儿。妗儿听到二愣拒绝了他们，

脸即刻变成了酱紫色，她强压住心中怒气，故作平静

地说：“你忘了平时你舅怎么对你的了？现在你出息

了，手中有权利了，怎么着？这么个没人要的破坑我

们想填平，你至于这么为难吗？”

“我看你就是不想给我们那个破坑，填平一个破

水坑怎么会牵扯到这么多事？至于这么严重，我看你

这是小题儿大做！”妗儿说话的语气变得生硬，嗓门也

提高了不少。

“妗儿，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小气候。您忘了前几

年下大雨，邻村的水没地方排，结果全村滞积的雨水

没过了膝盖，好几家的老房子都塌了。”二愣耐心地跟

舅舅和妗儿解释。

妗儿越听越来气，气哄哄地对二愣吼道：“得了，我

的大外甥，我的好书记，甭给我讲这些大道理。这酒你

们甭喝了，你赶紧给我‘土豆搬家’！”话音未落，妗儿双

手用力一掀桌子，满桌子的菜肴稀里哗啦撒了一地。

回到家里，二愣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过了两三天，二愣感觉妗儿的气消得差不多了，

于是再次登门。他坐下来，给妗儿倒了一杯热茶，双

手端过去，微笑着说：“妗儿，您就不要跟外甥计较了，

上次是我说话欠妥，让您生气了，这次外甥给您道歉

来了，您就不要生外甥的气了。”

妗儿没有接茶水，而是执拗地将身体扭向一边，

背对着二愣。二愣知道妗儿还在生他的气，耐心地劝

导说：“妗儿，大自然是有生命的，不能随意扼杀它们

的生命啊！破坏大自然，我们会得到报复的，这样的

教训还少吗？”

妗儿转过身，面对着二愣气愤地说：“这些天我一

直在想，一个破水坑能有啥用？白日黑夜咂摸着你说

的话，又联想到这些年村子的过去，感觉你说的也有理

儿。其实大坑的事儿我早想通了，你妗儿不是个糊涂

老太太，我就是生你的气。你在村上主事，家里就一点

光也沾不上？”妗儿感觉有点委屈，再次质问二愣。

舅舅抬起手，用力拍了拍二愣的肩膀，不好意思

地说：“这些天你妗儿的工作我做得差不多了，她只是

故意气你玩儿，你不要上她的当。好了，这件事咱们

就此打住，今后我们绝不做破坏生态系统的事，保护

好咱们美丽的村庄。”

“就你会说，这一辈子好人都让你做了，孬人全让

我做了。今儿个我也做回好人吧！二子，你爷儿俩慢

慢聊着，我给你们炒几个下酒菜，今天接着喝。妗儿

那天掀桌不对，今儿个算是对你的补偿。”看到妗儿思

想终于转变了，二愣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舅舅和妗儿明白了大坑的作用，打消了填坑建房

的念头。在二愣的建议下，舅舅和门栓分别在邻村租

了几个门脸儿，开了几家分店，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老

百姓给禽畜看病难的问题。

如今的村里，天蓝水绿，鸟语花香，新时代下的新

农民共同携手一起走向美好的明天！

（作品刊载时有删减）

□夏振胜

望长城

村里的大坑□刘世芬

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外，一片绿

茵茵的草地，穗端连成浩瀚的金黄。风

吹草低，隐现一块木牌，上书“晨光芒”。

晨光芒，一株别致的草。第一眼看

到它，独特而盛大，迅速被我简单释义为

“清晨的光芒”。其实木牌上还有几行小

字：“学名芒，禾本科芒属多年生苇状草

木，遍布山地、丘陵、荒坡原野，常常组成

优势群落。”说是草木，却并非平常所见

的漫山遍野的小草，纤挺的叶片上遍布

斑马状纹路，单株细长，一株株，一簇簇，

一片片，那一派沉稳的熟绿和淡定的明

黄，除了美感，还极具某种荡涤心胸的气

势。它植根草丛，却又自带光芒，风行草

偃间，引人绵绵的思绪。

一

那几天，我正在雄安新区荣乌高速

新线采访。在定兴县交通运输局办公

室，副局长边征的手机里有一张照片：时

任县委常委、副县长的常伟，正坐在一张

杂乱的办公桌后，身体前倾，面部冷峻，

双唇紧抿，神情凝重。他在与人交谈，正

认真倾听……“画外音”就是：时间紧，任

务重，分秒必争。以至于他整个人看上

去难掩疲态，头发直立且蓬乱，川字纹深

深地印在双眉之间——能不疲惫吗？！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20年4月20

日凌晨，地点是小朱庄镇政府，镇党委书

记办公室。拍摄者正是边征。

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常人实在不值

一提，但对于荣乌高速新线却千钧一发：

荣乌新线穿越定兴县境内15.6公里，就

是从小朱庄镇常家营村进入定兴的。自

从项目立项，15.6公里范围的地上附着

物拆迁成为重中之重。战线长，工期短，

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只能边施工边拆迁。

尽管“五加二，白加黑”的提法早已

引发某些争议，可是遇到荣乌新线这样

的工期要求，这位“县官儿”注定又要上

演“东方未明，颠倒衣裳”了。边征清晰

记得，那段时间常伟经常与“高指办”一

班人频繁往返于小朱庄镇拆迁所涉村

庄，一天的忙碌结束，晚上来到镇政府，

就拆迁进度调度问询、情况汇总，开完会

就到了凌晨两点多。

修路的前期工作，涉及问题太多太复

杂。作为主管副县长，常伟把配合项目筹

建处清点登统、土地组卷、大田作物清表

等工作交给了县交通运输局。田间地头，

高温酷暑，常伟遥控指挥，仅一个月基本

完成路基清表和临时占地工作，创造了全

省高速公路占地拆迁的新速度。

这些年，全世界都领教了中国的“基

建狂魔”，当我们走过荣乌新线所经的定

兴县域，深切感到，“基建狂魔”给国家带

来的是惊人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必然

承载更多，其中离不开百姓的理解支持，

当然更有常伟这样的“些小吾曹州县吏”

超常规的夙兴夜寐。

其实，定兴县的涉雄安道路工程，除

了荣乌新线，还有北河大桥改造工程、容

易线公路顺接段、定兴连接线与高碑店

市汇通街连接工程。在一派生机勃勃、

欣欣向荣又兼具地域特色的高速公路景

观中，人文历史厚重的定兴县是浓墨重

彩的一笔。

二

荣乌新线项目还有一位持筹握算的

“金管家”——吴越。

荣乌新线有限公司财务融资部经理

吴越，用他的金融智慧推进和保障着荣乌

新线的“雄安速度”和“雄安质量”。

手握项目的财政大权，在外人看来

无比风光，其实甘苦自知。那种责任、压

力、焦虑，非常人能够想象。正如平常人

的居家生活，柴米油盐，事无巨细，能做

一个称职的“管家”，是机遇更是挑战。

“雄安新线属于国家千年大计，能够参与

其中是多么荣耀的事，我们有一个勠力

同心、作风过硬的团队，大家能够在国家

的战略大局下共事，为雄安新区的发展

殚精竭虑，因而此生无悔。”吴越说。

作为雄安新区“四纵三横”高速公路

网规划中横一线主要组成部分，荣乌新

线的通车期限由三年缩短为一年半（除

去疫情影响，只有一年多）。时间紧迫，

团队组建时，各部门总管的人选极为重

要，而财务融资部经理人选更是重中之

重，必须具备精湛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

工作经验。此时，51岁的吴越已先后在

全国多地的民营企业中从事审计、法务

以及投融资工作，也在上市公司担任财

务总监，具备财务融资部所需要的谈判、

议价以及对外交往、市场分析、信息研判

等方面丰富的经验。

上任的第三天，因一件棘手的事儿，

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这样的加班加

点，拼命加油干的态势，让吴越始料未及：

以前自己在民企加班加点不算什么，一家

国企竟也搞到这么晚？紧接着，连续三四

天都是在零点以后开会，这让吴越体会深

刻：国企已不再是想象中的“混日子”了。

他之前所做的工作，能够保证资金数字

正确及时即可，但荣乌新线项目对财务

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部门管理、筹

资融资、财务核算、资金监管、配合审计、

内控提升、团队建设、支付审查、预算管理

等一系列工作，这一切都需要他这个部门

经理做进一步的环节分解和流程细化，相

应分工落实到具体经办人、协办人、复核

人。而这，对他的金融知识、操盘能力甚

至信息分析能力都形成极大挑战。吴越

这样“界定”自己的工作：“作为部门主

管，不仅要让公司利益最大化，更要安全

最大化，还必须保证用款的及时性。”

与这一系列挑战同时到来的，则是对

个人体能的高强度检测。那段时间，公司

开展劳动竞赛，两周只能休息一天，有时

这个“一天”也不能保证，基本上全天候

工作。幸亏吴越一直坚持运动锻炼，身

体还算强健，最后跟年轻人一起扛了下

来。假如整个项目是一条船，财务融资

部就是发动机，吴越巧妙利用雄安金融洼

地效应，并在考虑诸多还款、利率下调、协

定存款、融信使用等因素之后，财务融资

部为公司增加利息收入6000多万元。

无人机航拍之下，荣乌高速公路新

线的各个标段，混凝土桥面铺装作业、沥

青路面摊铺施工，泗庄枢纽互通、白沟河

特大桥合龙，一台台轧路机、一个个头戴

安全帽的施工人员……他们的日常用

度，都离不开吴越这个“财务大脑”。这

也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珍贵的记忆。

三

除了“财务大脑”，荣乌新线还大量

“借用”科技大脑。在雄安新区荣乌高速

公路新线项目现场，活跃着一支特殊的

队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路

基填筑技术咨询团队。

修建一条长寿命路面，让道路的生命

力更加持久而顽强，这是每一位筑路人孜

孜以求的目标。“永久路面”即：满足基层

使用40年以上，其他面层使用25年以上

及不产生结构性破坏，表面层除日常养护

外，需要重铺或加铺的周期在 12～15

年。经过专家计算对比、调研分析，荣乌

新线各结构层采用大掺量橡胶粉改性沥

青，三层沥青混凝土中胶粉含量分别达到

30%、40%、50%，并铺筑了7.86公里高模

量沥青混凝土全厚式柔性基层试验段。

“永久路面”决定了路基处理的极高

标准，而荣乌新线遇到的恰恰是软土路

基，这使得特殊路基处置成为重中之重。

荣乌新线采用引进“外脑”的办法，通过

招标选择路面咨询单位，利用专家的经

验和智慧指导项目建设。在省内外众多

科研机构中，被选中的就有交通运输部公

路科学研究院。承担这一项目的，正是以

研究员吴立坚为负责人的四人咨询团队。

作为路基咨询负责人的吴立坚早年

从天津大学岩土工程专业硕士毕业，从

事道路工程及岩土工作领域的研究多

年，在特殊路基的填筑、路基与路面的相

互作用等方面造诣颇深。

接到任务后，吴立坚带领四人团队

根据荣乌新线沿线气候、水文、地质等自

然条件、施工条件、材料来源等要素，密

切结合雄安新区的实践经验，运用“全寿

命周期”的设计理念，克服软基、质量要

求高、工期紧、周期短等困难，采取“大事

儿当场报，小事儿进报告”的高效沟通机

制，同时制定了定期巡检→灵活报告→
指出问题→提出建议→监督整改→回头

复检的闭环工作流程，以及“雁过留声，

抓铁有痕”的工作制度，强有力地保障了

荣乌新线路基施工质量和施工工期。

尽管荣乌新线不像山区那样有隧道、

坚石等，但从施工角度看，复合地基处理

占了很大比重，加之高等级公路路面的造

价昂贵、技术标准高，对路基变形与稳定

性的要求十分严格，这些都使得软土地区

高速公路的变形与稳定性控制成为高速

公路路基工程中遇到的主要技术难题。

在进场前，吴立坚团队通读图纸，查阅了

大量地勘资料和设计文件，对荣乌高速新

线沿线的地形地貌、气象水文、特殊岩土

地质段落，软基段落、高填方段落、低填浅

挖等段落进行重点梳理，做到了成竹在

胸，对薄弱环节进行提炼整理，对后续可

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超前预判。

吴立坚团队所遇到的棘手难题就是

为土质“补钙”，让软土达到荣乌新线的

路基高质量要求。换填、强夯、搅拌桩、

预制管桩等的应用，成为这一方案的具

体体现。

作为交通领域的科技工作者，能够

亲临一线，参与祖国建设、新区建设、投

身服务国家交通强国战略，吴立坚感到

无比的荣耀。他带领团队不辱使命，通

过扎实的理论、过硬的本领和专业周到

的服务，为祖国献上了一条满足雄安新

区建设需要、满足世界前沿标准、满足节

能环保要求的高性能、高质量、高水平的

现代化高速公路，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再添一枚金灿灿的奖章。

而千千万万像吴立坚一样的高速公

路参建者，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大地山

川描绘出一幅幅高速公路的壮美画卷。

作为建设者，目睹车轮疾驰在坚实而优美

的高速公路路面，特别是在满目繁花或秋

叶尽染的季节，行驶在高速公路魔幻般的

车流中，仿佛他们的诗和远方，一并到来。

四

你若问我：爱花，还是爱草？

花多妖娆，谁会爱草呢！可是当我

见到晨光芒，竟觉得它那震撼的美并不

输于花：霞光万丈中，将自己的顽强、坚

韧、仁爱，广施大地。那一种昂扬的美，

照亮他人，温暖世界。

这分明就是面前这些雄安新区的建

设者啊！看似“草莽”之人，却隐于草际，

安于草芥，又拥有自己的奋斗之路、山高

水长。倘若把他们比作“花”，我至少是

犹豫的，他们本人也未必接受。在我心

里，他们就是那丛丛片片的晨光芒。

有些草，其质并不逊于花。他们的

光芒，正在照亮越来越多的人。

（作品刊载时有删减）

晨光芒晨光芒

一

贾志民说，他的生活很简单，是一个

没有故事的人。

他自打失明后，将近十年的时间，是

在黑暗中摸索的日子还能有什么故事！

1958 年，贾志民出生在易县台底

村。“饿肚皮”几乎是伴随着他少年成长的

记忆。那时，家里4间低矮破旧、南北相

对的土坯房。两爿土坯炕，两块破洞席，

拥挤着父母和家里10个姐妹兄弟。

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二十多岁的

贾志民，也有了相思之意，无奈家徒四

壁，三十多岁的大哥还没有结婚成家，哪

有姑娘愿意嫁到他家来受穷？他的相

思，成了妄想。

二

山崖缝里的小草也有春天。1984

年，贾志民拥有了自己的春天。这一年，

贾志民如愿喜结姻缘。朴实善良的秀莲

挑起了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家务，任劳

任怨照顾婆婆和弟妹。

随着两个儿子渐渐长大，为人父母

的两口子又多了新的“任务”。

那年春节，大儿子回家喜滋滋地向

父母透露，自己有了心上人，恋爱谈得火

热。贾志民和秀莲一听，既高兴又犯

愁。如果儿子要结婚，房子还没有。要

强的贾志民两口子省吃俭用，一点点地

积攒存钱，又向亲戚朋友拆借，2009年，

盖起了4间新房。

看着宽敞明亮的新房，两口子满心

喜悦。可是欠下的钱更需要偿还。

没有人知道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也

没有人知道一个人生命中会有多少波折。

2014年，农历正月十七这天早上，

贾志民睁开双眼，眼前黑乎乎的什么也

看不见。他摇了摇头，努力睁大眼睛，依

然是无边的黑暗。他心里一紧，对身边

的秀莲喊了一声：“我的眼看不见了。”

秀莲火急火燎地找车，带他来到县

医院，医生检查后说，糖尿病并发症造成

眼底出血，已经很严重了，建议到北京的

医院激光治疗。

几个月下来，几万块钱没声没响地

投在医院，贾志民心疼。他决定不再往

医院里扔钱了，放弃治疗。

三

贾志民在家窝了大半年，心情慢慢

平静下来，渐渐接受了这“黑暗”的日月。

穿过他家门口的柏油路，路边都喷

绘着一条白线。贾志民说他能模糊地看

见那条“白道道”。每天，他都要踩着这

“白道道”漫游一趟。

秋日的上午，明丽丽的阳光照耀着

这个山窝窝里的小村庄，安宁、美好，像

一个温暖的窠巢。

秀莲早去上班了。贾志民摸索着吃

完早饭，摸起门口自己那把小凳子，摸索

着来到大门口，放下凳子坐在阳光里。

一会儿，一串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在

他身边停下来，“志民叔，咱们县融媒体中

心的记者来村里采访，到你家来看看。”

贾志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年轻的村

支委赵艳生，他缓缓站起来，热情地招呼

记者到他家去。坐定后，他对记者感慨地

说：“我这就有九年看不见了，九年了。”

记者同情地遗憾在他眼睛失明近十

年的时光里，台底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而他却无法看到。他打断了记者

的话，说：“我都知道，也‘看到’了！”

他怎么能不知道呢？2014年，村“两

委”班子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产

业发展模式，建立了苹硕林果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并引进河北农业大学“三优”富

士苹果管理模式，逐渐发展出集苹果种

植、旅游采摘为一体的苹果产业，改写了

台底村红薯玉米是主粮的历史。

他更忘不了，他丧失劳动能力后，不

仅不能打工挣钱，妻子秀莲也寸步难行

不能外出打工。家里的开销，长期服药

的费用，都要两个在北京上班工资不高

的儿子负担。大儿子一家四口，生活不

易，二儿子还没成家。这一切，天天让贾

志民老两口犯愁。

四

那是2015年的一个早上，村干部来

到贾志民家。让秀莲去苹果产业合作社

上班，两口子激动得落泪。

贾志民60多岁，已经领取养老保险

金了，村里还给他办理了低保，这些钱够

他平时所需的药费。苹果合作社入股的

股金分红，流转的土地也有收入，加上秀

莲的工资，现在不用两个儿子贴补，足够

他们两口子的日常开销。这是他做梦都

没有想到的事。

“这一切变化真的要感谢党，感谢村里

的书记牛全江，领着大伙起早贪黑地干。”

贾志民知道现在全村山上山下650亩的苹

果，秋天时节，苹果香飘满村。他小时候幻

想神仙“一指”满山甜果已成现实。可是，

从春管到秋收，苹果收获跑销售，书记跑

了多少路，操了多少心，大伙心里都有数。

贾志民的话还没说完，院子里响起了

咚咚咚的脚步声，随着一个洪亮的声音响

起来，“抱歉啊，去乡里开了一个会。”

牛全江，憨憨厚厚、敦敦实实，快60

岁了，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憨

憨地一笑说，“我听到了，纠正一下啊，台

底村的变化可不能说是我的功劳，这是

我有幸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有幸能够

在这个年代带着群众增收致富，摆脱贫

穷，建设家乡，这是我的福气啊。”

贾志民安静地听着，轻轻地叹口气，

“我是一点也没为村里的建设出上力啊。”

记者和赵艳生赶忙安慰他：“你很幸

运了，赶上这好时代，虽有遗憾，也算是

一个美丽的遗憾。”

“是，是，唉……”他又轻轻叹口气。

这一声声叹息，让人深深地感受到：

贾志民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对家乡真

挚的情感和深沉的爱恋。

（作品刊载时有删减）

美 丽 的 遗 憾
□海霞

（（纪实文学纪实文学））

荣乌高速新线。


